
2 月 22 日，大足区中敖镇麻杨村二
组，一台犁田机正在翻地，为春播春种做
准备。

春回大地，大足区已经进入了春耕
生产期，各类农机在田间坡上忙碌作业，
田野间显现出勃勃生机。目前，大足区
春耕农机保有量5.2万台，预计全区春播
机耕面积 50 万亩以上，其中稻田 40 万
亩、玉米旱地10万亩以上。

新渝报记者 邓小强 摄

大足5.2万“铁牛”
闹春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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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写巴渝新篇章的价值引领者

新渝报讯（记者 余佳 犹骥）2月 23日，大足区第三
届人民政府举行第五次全体会议，细化分解政府系统年
度各项目标任务，持续推动“四型”政府建设，进一步压实
责任、细化措施，确保开局顺利、全年精彩。大足区委副
书记，区政府区长，双桥经开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
徐晓勇出席会议并强调，要锚定目标不动摇，一锤接着一
锤敲，一年接着一年干，冲刺“开门红”、决胜“全年彩”，加
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大足。

徐晓勇指出，2024年是现代化新大足建设从全面部
署到纵深推进的重要之年，一季度是实现全年发展目标
的关键期，各级各部门要拿出开局决定全局、起势决定胜
势的状态，努力跑好“第一棒”，确保“开门红”。要坚持清
单化、项目化、责任化，进一步落细落实目标任务；要提档
提速经济运行，大力推动工业生产开足马力、项目建设先
行快上、经济指标加强调度；要抓好安全生产和自然灾害
防治、信访稳定、网络舆情工作，守好守牢底线。

徐晓勇强调，要变革重塑、唯实争先，奋力推动全年
目标任务全面完成。要推进观念现代化，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从现代化思想
中汲取奋进力量，实现发展理念现代化、思维方式现代
化、工作方法现代化；要推进工作体系化，健全完善目标
体系、工作体系、政策体系、评价体系，确保“说一件、干一
件、成一件”；要推进运行法治化，确保政府的各项权力都
在法治轨道上运行，促进行政决策更加依法民主科学、行
政行为更加合规有序规范、行政环境更加法治便捷友善；
要推进管理扁平化，持续压缩服务层级、优化矩阵管理、
强化专班推进，打破“二传手”“中转站”等隐性环节，提高
工作质量和运行效率；要推进平台数字化，在治理理念上
突出整体智治、运行机制上突出变革重塑、服务手段上突
出实用实效，用数字化为发展赋能、为服务提质、为治理
增效；要推进能力实战化，不断弥补知识缺陷、能力短板、
经验弱项，持续提升谋划策划能力、解决问题能力、抓落
实能力，努力成为行家里手、内行领导。

徐晓勇要求，要政治铸魂、转变作风，全面加强政府
自身建设。要强化党建统领，旗帜鲜明讲政治，不断加强
政府系统党的建设，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
要抓实“四型”政府，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
不断优化工作体系、改善工作方式、提升工作水平；要大
力转变工作作风，以“快、实、细、新、严”五字工作标准为
标尺，加快转变作风、奋力推进各项工作落地落实。

会上，8个单位分别代表部门、园区平台、区属国企、
镇街作了表态发言，印发了政府系统涉及的“七张报表”

“八张问题清单”责任清单、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目标分
解方案、区政府和双桥经开区领导2024年工作清单以及
区级部门、单位和镇街 2024年工作要点（亮点）、聚焦重
点领域打造一批标志性成果任务清单、2024年度区政府
重要文件会议活动安排。

大足区委常委、区政府常务副区长雷科主持会议，副
区长王大蓉、杨爱民、尹道勇、孟怀勇，区政府党组成员谢
海燕，双桥经开区党工委副书记周树云，管委会副主任罗
登才、席捲澜、覃伦富出席会议。区政府各部门、双桥经
开区各内设机构、各镇街行政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

大足区长徐晓勇在大足区三
届政府第五次全体会议上强调

冲刺“开门红”决胜“全年彩”
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大足

新渝报讯（记者 陈安林）2月23日上午，
大足区委书记陈一清率队前往三驱镇、宝兴
镇调研农业农村工作。他强调，当前正值春
耕备耕的关键时期，全区各级各部门要认真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
述，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要
求，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聚力绘就
巴渝和美乡村新图景。

大足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黄克成、副区
长钱虎一同调研。

位于宝兴镇的老三梅花基地是西南地区
最大的梅花稀有品种繁育基地，种植有梅花
1200余亩、20余万株。今年年初，基地成功
承办“大丰大足·和美乡村”农旅文商活动启
动仪式暨首届重庆大足梅花旅游文化节活
动。陈一清仔细询问梅花种植、销售、节会举
办等情况，得知节会期间，基地共接待游客5
万余人次，陈一清很高兴。他鼓励企业，要以
花为媒做活美丽经济，持续丰富赏花经济业

态，拉长赏花经济链，带动更多百姓吃上“旅
游饭”、走上致富路。

在三驱镇铁桥村高标准农田建设现场，蒙
蒙春雨里，大型挖掘机、推土机正来回穿梭。
陈一清实地察看建设推进情况，详细询问春耕
备耕情况。他指出，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要
坚持“投融建管运”一体推进，建成“宜机宜耕、
能排能灌、高产稳产、旱涝保收”高标准农田，不
负春光全力抓好春耕备耕，推动万象“耕”新。

调研中，陈一清强调，和美乡村在于产业
兴旺百姓富足，在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于

城乡互促共融发展，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学习
运用“千万工程”经验，遵循因地制宜、分类施
策、循序渐进、久久为功理念，聚力绘就现代
版“富春山居图”，加快打造巴渝和美乡村建
设大足范例。要坚持党建引领，充分发挥基
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
用，大力培养乡村专业服务人才，加快实施生
态特色产业培育，持续放活政策、用活资金、
盘活资源，全面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
宜业、农民富裕富足。要坚决扛牢粮食安全
政治责任，聚焦稳面积、攻单产、多增产、提质

量，确保粮食安全，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
贫底线。要突出改革驱动，深入实施“5513”
创新举措，进一步推进“强村富民”大足实践，
走好乡村振兴、城乡融合新路子。要强化数
字赋能，用好“‘141’基层智治体系”有效抓手，
加快推动基层治理工作体系重构、业务流程
再造，不断提升推动和美乡村建设的能力本领。

当天，陈一清一行还前往三驱镇大足石
刻玉雕加工生产基地、板桥沟河分别调研产
业发展和开展巡河工作。

大足区级有关部门、镇街负责人参加调研。

大足区委书记陈一清在调研农业农村工作时强调

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
聚力绘就巴渝和美乡村新图景

新渝报讯（记者 张琦 陈安林）2月23日，
大足区宝顶山下，磨盘山隧道正在向山体中
间掘进。

磨盘山隧道是成渝中线高铁（大足段）重
难点工程之一，全长3422米，最大埋深约160
米。该隧道为微瓦斯隧道，且不良地质含有
膨胀性泥岩，存在隧底上拱风险。

“工人们正陆续返工，元宵节后全面开
工。”中铁十四局集团成渝中线高铁重庆段站
前4标负责人介绍，“预计该隧道明年上半年
实现全面贯通。”

距离磨盘山隧道 15公里的大足工业园
区内，重庆锦崮标准件制造有限公司正抓紧
生产。车间内，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工人们
紧盯屏幕观察生产运行状况；生产线上，一个
个电力紧固件和地脚螺栓从生产线上“排队”
鱼贯而出，落入收集箱。

“我们公司生产线已经实现 80%自动化
生产，剩余的 20%为半自动化生产。”重庆锦
崮标准件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沈翰介绍，“目
前公司日产量标准件可达 150吨，高于年前
试投产的20%。”公司现在租用的20000平方

米厂房是项目的过渡厂房，二期项目在园区
购入了 70亩地，建设 40条标准件生产线，年
产标准件10万吨。虽然占地不大，但“亩均”
效益高。项目全部建成投产后，年产值将达
10亿元以上。

抓项目就是抓发展，谋项目就是谋未
来。一季度是实现全年发展目标的关键期，
新春伊始，大足就以“快人一步、先人一拍”的
速度牢牢抓住“抓大项目、大抓项目”这个牛
鼻子，持续强化项目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
作用。

大足区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示，
2024年大足将继续强化大抓项目导向，优化
项目时序，更好发挥投资的关键性作用，预计
实施市级重点建设项目 29个，总投资 234.87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78.32亿元，实施区级重
点建设项目100个，总投资562.68亿元、年度
计划投资201.02亿元。

值得一提的是，2024年大足还将促进工
业投资放量，提速 47个在建重点工业项目，
新开工18个重点工业项目，新实施70个工业
企业技术改造项目。

一年之计在于春，新春第一会、第一事，
往往具有风向标意义。2月18日，重庆市召
开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工作推进大会，
聚焦双城经济圈建设，进一步释放举全市之
力推动“一号工程”的强烈信号。

会议要求，要以这次“新春第一会”为动
员令，拿出时不我待、奋勇争先的精气神，强
化经济运行调度，大抓项目特别是制造业项
目，推进“三攻坚一盘活”改革突破，抓好安全
生产和社会稳定，全力推动一季度经济社会
发展“开门红”。

大足区以只争朝夕的紧迫感，各级各
部门以龙腾虎跃、鱼跃龙门的干劲、闯劲，
迅速贯彻落实重庆市“新春第一会”精神，
以大足干部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形势变化
的不确定性。

奋力夺取“开门红”。2月18日，春节假
期后首个工作日，大足区委书记陈一清就率
队深入基层调研，强调要以崭新的精神面貌、
饱满的工作热情、昂扬的工作斗志，敢闯敢
干、唯实争先，跑出新速度、积累加速度，努力

为现代化新大足建设作出新贡献。做好新一
年工作意义重大、责任重大。全区上下要突
出“稳进增效、除险固安、改革突破、惠民强
企”工作导向，聚焦“三篇大文章”，更好统筹
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以“时时放心不
下”的责任感和积极担当作为的精气神，奋力
实现首季“开门红”。

2月21日下午，大足区委书记陈一清率
队督导重点项目建设时强调，拼开局、提质
效、强保障，奋力跑出重点项目建设加速度，
为大足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能、注
入新活力。

双桥经开区、大足高新区、大足石刻文创
园、大足工业园区等，都在紧锣密鼓抓生产、
抢进度、完订单，以昂扬奋进的姿态进入龙
年，奋力实现大足首季“开门红”。

敢啃改革“硬骨头”。2月19日下午，三
届大足区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次会议
召开。会议指出，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扎实
抓好机构改革、“三攻坚一盘活”等重点改革
任务，全面提升改革穿透力、落实执行力，更

好发挥改革“关键一招”作用，不断积累发展
势能和活力，实现深化改革与推动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的良性互动。

2月20日，大足区召开“三攻坚一盘活”
改革突破专题会议。会上，有关单位汇报了
全区园区开发区改革、国企改革、政企分离改
革和国有资产盘活等相关情况。大足区委书
记陈一清指出，“三攻坚一盘活”改革突破是
市委、市政府明确的重点改革任务，是推动现
代化新大足建设必须跨越的重要关口。要把
握时代要求，坚定正确方向，始终坚持目标导
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明确时间表、任务
书、作战图，不断完善目标体系、工作体系、政
策体系、责任体系、评价体系，压紧压实工作
责任、形成攻坚合力，蹄疾步稳打造更多具有
大足辨识度的改革成果。

龙腾虎跃拼闯劲。当前，推动经济回升
向好还有一些需要克服的困难和挑战。有效
需求不足、社会预期偏弱、风险隐患仍然较
多，国内大循环存在堵点，外部环境的复杂
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面对困难与挑

战，我们坚决反对不担当、不作为、不思进取
的躺平行为，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时不我
待的紧迫感，更新思想观念，补齐素质短板，
提升履职能力，勇立时代潮头，争当敢闯敢干
的尖兵。

2023 年 12 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提出，要深刻领会党中央对经济形势的科学
判断，切实增强做好经济工作的责任感使命
感，抓住一切有利时机，利用一切有利条件，
看准了就抓紧干，能多干一些就多干一些，努
力以自身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形势变化的不确
定性。

大足的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在大足区委
坚强有力的统一领导下，正以龙腾虎跃、鱼跃
龙门的干劲、闯劲，努力以自身工作的确定性
应对形势变化的不确
定性，在奋力实现首
季“开门红”的同时，
全力交出 2024 年经
济社会发展的“高分
报表”。

□ 新华社记者

2024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十周年。十年来，习近平总
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明前进方向、提供根
本遵循，推动这一国家战略不断向纵深推进。

“京津冀如同一朵花上的花瓣，瓣瓣不同，却瓣瓣同心。”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重大决策部署，京津冀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的新模式，谋求
区域发展的新路子，打造经济社会发展新的增长极。从谋篇布局的“大写
意”到精耕细作的“工笔画”，京畿大地发生着深刻变化。

勇担先行示范的重任
——京津冀十年协同发展谱新篇

今年大足区重点建设项目计划投资279亿元

以大足干部工作的确定性应对“不确定性”
□ 罗义华

《勇担先行示范的重任》全文
扫一扫 就看到

□ 重庆日报记者 刘翰书

“这个公园建成两年多了，我们还是第
一次来这里玩耍，环境确实漂亮，景观打造
也很有特色。”今年春节假期，从主城回到
老家荣昌的市民严欢，携妻儿来到荣昌玉
带河生态文化公园，漫步其间，城门城墙、
亭台楼榭再现唐风古韵；醉美海棠、玉带烟
雨等景观节点鸟语花香、流水潺潺……

很难想象的是，这样一座兼具生态
性、亲水性、休闲性的生态文化公园，在
几年之前，还是大规模采矿后留下的废
弃矿区，不仅污水积存，而且垃圾遍地。
直到2018年当地启动玉带河矿坑生态修
复综合整治，才让满目疮痍的废弃矿区
旧貌换新颜，同时入选《全面推行河长制
湖长制典型案例汇编（2022）》。

就在最近，水利部河长制湖长制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水利部发展研究中
心编印了《全面推行河长制湖长制典型
案例汇编（2023）》，精选了58个代表性典
型案例，重庆3项河长制工作典型经验入
选。截至目前，重庆河长制工作已连续4
年入选水利部全面推行河长制湖长制典
型案例，累计共有 13项河湖治理保护经
验，数量全国最多。

重庆“治水”经验何以“领跑”全国？

13项经验分别涉及六大类型

“从 2020年开始，我市连续 4年都有典型案例入选
水利部全面推行河长制湖长制典型案例。”市水利局水
生态建设与河长制工作处处长吴大伦介绍，13项河湖
治理保护经验主要涉及六大类型：强化履职尽责、推进
统筹协调、幸福河湖建设、基层河湖管护、公众参与、流
域系统治理。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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